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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陈钊琦 记者何妍君 5月17
日，2025年全民营养周主场活动在中国科
技馆举行。国家卫生健康委副主任、国家
疾控局局长沈洪兵出席活动并致辞。

沈洪兵指出，今年全民营养周主题是
“吃动平衡?健康体重 全民行动”，是对“体

重管理年”活动的具体落实,旨在动员社会
各方面力量开展营养科普，引导公众树立
科学的营养理念，培养健康的生活方式和
膳食习惯。

沈洪兵强调，要注重强化部门协调，
引导强化个人和家庭责任。倡导推进营

养健康食堂、餐厅和学校建设，注重贴近
群众提供更多可感可及的营养健康服
务。要加强科普宣传的针对性和实效性，
深入解读“吃动平衡?健康体重”的科学内
涵和实践要求，说清楚“增加蔬菜水果、全
谷物和水产品摄入”的科学道理和具体建

议。鼓励探索实践和传承创新，推动营养
健康服务高质量发展。

国家食物与营养咨询委员会主任陈
萌山出席活动。国民营养健康指导委员
会成员单位代表，有关学术机构、学（协）
会、媒体、社会公众等参加活动。

本报讯 周晓辰 近日，农业农村部
在黑龙江省绥化市召开全国粮油大面
积单产提升现场推进会，部署安排单产
提升、抗旱防汛、春播夏管等工作。

会议指出，各地要切实增强推进大
面积单产提升的责任感使命感，紧紧围
绕“四良”融合，加快单产提升关键措施
落实落地。良田上，深化农田沟渠修复
整治，大力发展高效节水灌溉；良种上，
推广应用高产稳产抗逆品种，提高良种
覆盖率；良机上，大力推广高性能播种
机和高效低损收获机，提高装备匹配
度；良法上，集成推广玉米密植精准调
控、大豆大垄密植、水稻侧深施肥等关
键技术，提高技术到位率。

会议强调，各地要紧紧围绕科技支
撑，因地制宜组织院士专家揭榜领办样
板田、科技包县、下沉一线服务，完善科
研成果评价和命题凝练机制，制定个性
化技术服务清单，深入推进农技员进村
包户联主体活动，为粮油作物大面积单
产提升提供有力支撑。同时，全力抓好
春播夏播落实面积，强化抗旱和安全度
汛，夯实全年粮食和农业丰收基础。

黑龙江、河北、湖北3省农业农村
厅，黑龙江佳木斯、内蒙古兴安盟、安徽
阜阳市颍州区和湖南农科院分别作交
流发言。

本报讯 李栋 从国家粮食和物资储
备局获悉，截至今年4月底，2024年度秋
粮旺季收购圆满收官，累计收购秋粮
3.45亿吨，为近年来较高水平。

我国秋粮收购主要包括中晚稻、玉
米和大豆，旺季收购期从当年的9月中
下旬开始，持续到来年4月底结束。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粮食储备司
司长罗守全表示，国家有关部门适时研
究出台一系列政策措施，加大收储力度，
提振市场信心，推动粮食价格企稳回升。

秋粮上市后，国家有关部门统筹市
场化收购和政策性收储，加强市场监测
分析，强化预期引导，多措并举畅通农民
售粮渠道，秋粮收购市场活跃、进度较
快、价格回升向好。秋粮旺季收购期间，
国家有关部门先后在河南、江苏、黑龙
江、安徽4省启动中晚稻最低收购价执
行预案，累计收购最低收购价中晚稻
711万吨，有效发挥了政策托底作用。

“新季夏粮上市在即，将会同有关部
门持续加大工作力度，一手抓市场化收
购，一手抓政策性收储，指导重点省份加
快腾仓并库进度，千方百计扩大收储能
力，全力以赴抓好夏粮收购各项准备工
作，牢牢守住农民‘种粮卖得出’的底
线。”罗守全说。

本报讯 杨健鸿 近日，最高人民检
察院在云南召开茶产业保护公益行动
总结推进会，总结“茶产业保护公益行
动”工作，深入推进“食药安全益路行检
察公益诉讼监督活动”，进一步增强检
察公益诉讼服务茶产业公益保护履职
能力。

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文化思想
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茶文化、茶产业和
茶科技重要指示批示精神，2024年 6
月，最高检启动了“茶产业保护公益行
动”。今年1月，最高检又将该行动纳入
“食药安全益路行检察公益诉讼监督活
动”深入推进。

据了解，行动期间，全国检察机关
共立案办理相关公益诉讼案件300余
件，其中立案办理行政公益诉讼案件
280余件，制发检察建议240余件；办理
民事公益诉讼案件约20件。检察机关
重点围绕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食品和
食用农产品安全、文物和文化遗产保护
等法定领域，积极探索茶产业知识产权
和地理标志的司法保护，办理了一批高
质效检察公益诉讼案件。各地检察机
关围绕地方特色，精准定位当地茶产业
发展难点，聚焦监督重点因地制宜做实
监督工作，强化科技赋能积极发挥检察
技术辅助办案作用，推动多元参与充分

凝聚茶产业保护合力，以扎实的办案成
效助力茶产业发展。

会议强调，各级检察机关要以食品
安全“四个最严”要求为指引，聚焦食品
安全、生态环境保护、文物和文化遗产
保护等关键领域，进一步加大办案力
度，提升办案质效，通过制定办案指引，
完善证据审查规则和类案监督机制等，
实现规范监督、精准监督；进一步深化
系统治理，推动建立“检察+行政+行
业”协同机制，将食品安全保障与茶产
业振兴深度融合，推动形成“政府主导、
企业主责、社会共治”的茶产业保护格
局，筑牢全链条法治屏障。

本报讯 王婧 市场监管总局和中国
消费者协会5月19日联合发布消费提
示，提醒消费者通过正规渠道选购果蔬产
品，重点关注农药残留和微生物污染等核
心检测指标，守护好“舌尖上的安全”。

消费者购买水果蔬菜，最担心其中
有农药残留和微生物污染。果蔬中的农
药残留有一条警戒线，即“农药残留限量
标准”。我国现行《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农药最大残留限量》（GB2763—
2021）和《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2，

4-滴丁酸钠盐等112种农药最大残留限
量》（GB2763.1—2022）明确规定了586
种农药在376种（类）食品中10293项残
留限量标准，全面覆盖我国批准使用的
农药品种和主要植物源性农产品。2024
年全国农产品质量安全监测数据显示，
主要农产品农药残留合格率已达98%。
在微生物污染防控方面，《食品安全国家
标准 预包装食品中致病菌限量》（GB
29921—2021）规定即食果蔬制品中沙门
氏菌、大肠埃希氏菌等致病性微生物不

得检出。
消费者尽量选择正规超市、农贸市

场、电商平台等监管严格的渠道选购果
蔬产品，可最大限度保障安全。

消费者还需特别注意即食沙拉、鲜
切果盘等产品的冷链储存条件与保质期
限，不要食用过期变质产品。

另外，不同种类果蔬的清洗方法有
一些差异。叶菜类建议流水冲洗后浸泡
15分钟，浆果类推荐使用小苏打水清洗，
根茎类最好削皮处理。

本报讯 陈钊琦 近日，据国家卫生健
康委网站消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
品安全法》规定，审评机构组织专家对樱
花多酚等2种物质申请作为新食品原
料，过氧化物酶等6种物质申请作为食
品添加剂新品种，二十二酰胺等3种物
质申请作为食品相关产品新品种的安全
性评估材料进行审查并通过。

其中，樱花多酚以蔷薇科李属植物
日本晚樱的花为原料，经乙醇提取、过
滤、浓缩、干燥、粉碎等工艺制成。日本

晚樱原产于日本，在当地具有一定的食
用历史，目前在我国华北和华南等地区
广泛种植。樱花多酚主要成分为蛋白质
和多酚类物质（其中总多酚含量≥12克/
100克），且含有维生素、粗多糖等物质，
其推荐食用量≤350毫克/天（以总多酚
含量12克/100克计，超过该含量的按照
实际含量折算）。当摄入添加含其他多
酚类物质的原料时，应该注意每日摄入
总量。

过氧化物酶来源于黑曲霉，作为食

品工业用酶制剂新品种，主要用于催化
反应底物的氧化，如在乳酪乳清的脱色
工艺中使用。经安全性评估，按照《食品
安全国家标准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GB
2760）规定的食品工业用加工助剂使用原
则，可安全用于食品生产加工过程。

据悉，新食品原料、食品添加剂新品
种、食品相关产品新品种的审批，是在确
保食品安全的基础上丰富食物供应、满
足群众营养健康多元化需求、积极助力
食品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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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消息 为贯彻党中央、国务
院关于扩大内需、提振消费、制止餐饮浪
费、加强安全生产等有关决策部署，完善
餐饮业管理机制，推进餐饮业高质量发
展，商务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联合发
布《餐饮业促进和经营管理办法》，该办
法将于6月15日起实施，原《餐饮业经营
管理办法（试行）》同时废止。

新修订的办法包括25条，较原办法
增加1条。

商务部服贸司负责人介绍，本次办法

修订大幅增加了餐饮业促进内容，细化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反食品浪费法》相关要
求，调整规范了有关涉企规定，增加了安
全生产有关内容，对完善餐饮业管理机制、
促进餐饮业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新修订的办法增加餐饮业对外交流
合作、数字化发展、标准制修订、地方特
色餐饮培育等方面的鼓励性条款，在地
方商务主管部门职责中增加制定实施促
进政策措施、建立健全工作协调机制、完
善标准体系、建设培育促进平台等内容，

加力推动餐饮业高质量发展。
在细化反食品浪费有关要求方面，

新修订的办法明确了餐饮服务经营者在
食材管理、引导提醒、餐食及服务提供等
方面以及团餐和宴席服务、自助餐服务、
外卖服务等场景的反食品浪费要求，并
从优化用餐需求分析、充实菜单信息、配
备公勺公筷、提供打包服务、给予光盘奖
励等方面鼓励和引导餐饮服务经营者加
强反食品浪费工作。办法还增加了行业
协会在制止餐饮浪费方面的有关要求。

两部委修订发布《餐饮业促进和经营管理办法》


